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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纳米技术已逐渐发展成为21世纪的三大主流技术之一，也是世界各国研究的热点领域。
它的迅猛发展将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一场包括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生态环境技术、能源技术在内的几
乎覆盖所有工业领域的大革命。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地区）纷纷将纳米技术的研发视作21世纪技术创新的主要驱动器，相继制定了发
展战略和计划，从战略的高度部署纳米技术的发展，目前世界上已有60多个国家（地区）制定了国家
级的纳米技术发展计划。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纳米技术的发展，将纳米技术与产业的发展水平视作国家在未来世界经济中能否处
于有利地位的关键问题，在国家层面制定了一系列纳米技术的发展规划，以推动纳米技术在我国的健
康跨越发展。
近年来，我国通过相关纳米技术发展计划的实施，培养壮大了从事纳米技术研究的队伍，在纳米技术
前沿研究方面取得了快速发展，并在纳米科技的基础研究方面已处于世界先进水平，部分领域已处于
领先水平，整个国家的纳米科技研究处于一个活跃、有序和快速发展的态势。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我国的纳米技术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纳米
技术与成果的产业化方面明显落后于国外。
未来10～20年内，我国要在纳米技术发展方面实现世界领先地位，对纳米科技的研究布局，必须要更
加适合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加注重在纳米技术产业化方面的研究投入。
何丹农教授撰写的《材料与工程领域应用纳米技术研究报告（2010～2020年）》通过收集、分析、总
结过去10年来关于纳米技术的文献、专利以及各国的纳米技术发展政策，从社会发展需求的角度，提
出了未来10年材料与工程领域应用纳米技术发展方向的建议，同时还从政策、制度、措施、人才、宣
传和市场等多个方面对促进纳米技术产业化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有益的建议。
何丹农教授长期从事纳米科技与产业发展的相关工作，在纳米技术的研究、应用开发和产业化方面有
多年的经验和深刻的体会，该报告研究和分析引用的资料既丰富又翔实，极具参考价值。
当前对纳米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正处于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挑战严峻，但也充满了机遇。
相信该书的出版将对我国纳米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纳米材料的研究开发，以及纳米技术的产业化起到
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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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收集、分析、总结过去10年来纳米技术相关的文献、专利以及各国的纳米技术发展政策，从
社会发展需求的角度，提出了未来10年材料与工程领域应用纳米技术发展方向的建议，同时还从政策
、制度、措施、人才、宣传和市场等多个方面对促进纳米技术产业化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有益的建议。
    本书可供材料、物理、化学、钢铁冶金、建筑工程、电子信息、能源技术、环境技术等不同领域和
行业的科学工作者及科技管理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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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纳米功能材料改造传统材料和产品方面分析，部分成果已经实现产业化。
目前，纳米材料粉体生产线吨级以上的有几十条。
此外，纳米半导体硅、纳米钛酸钡、钛酸铅、钛酸铋、钛酸锶、铁酸镧、铁酸锌等也相继研制成功，
具备了小批量生产能力，单一粉体的应用已经在全国展开。
当前纳米粉体规模生产中颗粒的分散技术，表面修饰和改性技术，降低成本、提高粉体结构和性能的
稳定性、粉体的包装技术、粉体的保存和运输技术等都需要进一步创新；根据应用的目标，有针对性
地控制颗粒尺度和表面状态，在同一个生产线上通过适当工艺的控制，能生产出系列具有不同性能的
产品是当前纳米粉体产业应重点解决的问题；制备纳米结构的载体，通过组装技术，将不同的纳米颗
粒组合到纳米结构载体上，通过协同耦合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纳米组合体系所产生的纳米效应
，是当前我国纳米粉体产业发展新型纳米粉体材料的一个重要途径。
总之，在纳米粉体制备科学和规模生产中的工艺尚存在广阔的创新空间。
利用我国富产资源膨润土和蒙脱土表面改性和纳米插层技术相结合制备的纳米复合工程塑料的综合力
学性能可与铝合金相比拟，利用这种技术改性的聚丙烯制成的管材用于排灌工程，纳米技术改性的聚
酯（PET）有良好的气阻效应。
用纳米碳酸钙改性的聚丙烯拉伸强度提高1倍，冲击韧性提高3．5倍。
纳米技术改性的PVc、ABs和PE等工程塑料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并开始应用于工业领域，我国纳米工
程塑料应用研究居国际前列，具备产业化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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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材料与工程领域应用纳米技术研究报告(2010-202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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